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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

包括箱体，设置在箱体内的由多个单体软包电池

构成的电池组本体，设置在相邻单体软包电池之

间的相变冷却层以及设置在电池组本体两端的

入口端冷却板及出口端冷却板，所述入口端冷却

板上设置有冷却液入口，所述出口端冷却板上设

置有冷却液出口。本实用新型设置蛇形弯曲的冷

液管，以及在极耳处设置了冷却板，使电池的整

体温度降低，减小了温差，提升了电池温度的均

匀性；蛇形弯曲冷液管为椭圆形设计，充分与相

变材料接触；本实用新型结合了液体冷却和相变

冷却的优点，提高了电池热管理系统的有效性，

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好、工作可靠性高、使用寿命

长、便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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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设置在箱体内的由多个单体软

包电池构成的电池组本体(4)，设置在相邻单体软包电池之间的相变冷却层(5)以及设置在

电池组本体(4)两端的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口端冷却板(7)，所述入口端冷却板(6)上设置

有冷却液入口(2)，所述出口端冷却板(7)上设置有冷却液出口(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

口端冷却板(7)为中空结构，用于冷却液流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每层所述相变冷却层

(5)中内置一个蛇形弯曲冷液管(501)，所述蛇形弯曲冷液管(501)为椭圆形管道，所述蛇形

弯曲冷液管(501)一端连通入口端冷却板(6)，另一端连通出口端冷却板(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口端冷却板(6)

及出口端冷却板(7)分别穿过电池组本体(4)两端的极耳(8)，所述入口端冷却板(6)设置有

入口端孔道(601)、入口端极耳穿孔(602)及入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603)，所述出口端

冷却板(7)设置出口端孔道(701)、出口端极耳穿孔(702)以及出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

(7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冷却层(5)为

以石蜡为基材，泡沫铜为骨架材料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板上的冷却液

入口(2)高度高于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最高点，所述冷却液出口(3)低于蛇形弯曲冷液

管(501)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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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散热，具体涉及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环保节能的电动汽车成为世界范围内

的发展趋势，电动汽车是解决未来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作为电动汽车

动力核心的电池组是由许多电池模块组成的，每个电池模块又是由若干个单体电池采用一

定的串并联方式紧密的排列在一起。当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电池的使用伴有明显的热效应，

造成电池的温度上升和单体温度分布不均匀，电池组内热量大量积聚，影响电池的性能，严

重时甚至影响到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安全。为了电池使用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延长寿命和

增大应用范围，保证其发挥最佳工作性能，必须将电池的工作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电

池的安全问题本质上是温度问题，超出范围将有严重的安全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电池的散热技术的缺陷，公开了一种基于蛇形弯曲结构冷液

管和相变冷却层的软包电池散热装置。

[0004] 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设置在箱体内的由多个单体软包

电池构成的电池组本体，设置在相邻单体软包电池之间的相变冷却层以及设置在电池组本

体两端的入口端冷却板及出口端冷却板，所述入口端冷却板上设置有冷却液入口，所述出

口端冷却板上设置有冷却液出口。

[0005] 入口端冷却板及出口端冷却板为中空结构，用于冷却液流动。

[0006] 每层所述相变冷却层中内置一个蛇形弯曲冷液管，所述蛇形弯曲冷液管为椭圆形

管道，所述蛇形弯曲冷液管一端连通入口端冷却板，另一端连通出口端冷却板。

[0007] 所述入口端冷却板及出口端冷却板分别穿过电池组本体两端的极耳，所述入口端

冷却板设置有入口端孔道、入口端极耳穿孔及入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所述出口端冷

却板设置出口端孔道、出口端极耳穿孔以及出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

[0008] 所述相变冷却层为以石蜡为基材，泡沫铜为骨架材料制。

[0009] 所述冷却板上的冷却液入口高度高于蛇形弯曲冷液管的最高点，所述冷却液出口

低于蛇形弯曲冷液管的最低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本实用新型设置蛇形弯曲的冷液管，以及在极耳处设置了冷却板，使电池的整

体温度降低，减小了温差，提升了电池温度的均匀性；

[0012] (2)本实用新型中的冷液管为椭圆形设计，增大了与相变材料(PCM)的接触面积、

提高了热传递效率；

[0013] (3)本实用新型结合了液体冷却与相变冷却，提高了电池热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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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电池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入口端冷却板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出口端冷却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蛇形弯曲冷液管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箱体，2-冷却液入口，3-冷却液出口，4-电池组本体，5-相变冷却层，6-入

口端冷却板，7-出口端冷却板，8-极耳，501-蛇形弯曲冷液管，601-入口端孔道，602-入口端

极耳穿孔，603-入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701-出口端孔道，702-出口端极耳穿孔，703-

出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用新型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

以下结合附图及较佳的实施例，对依据本实用新型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

效，详细说明如下。

[0021] 实施例一

[0022] 如图1～5所示，一种软包电池散热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设置在箱体内

的由多个单体软包电池构成的电池组本体(4)，设置在相邻单体软包电池之间的相变冷却

层(5)以及设置在电池组本体(4)两端的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口端冷却板(7)，所述入口端

冷却板(6)上设置有冷却液入口(2)，所述出口端冷却板(7)上设置有冷却液出口(3)。

[0023] 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口端冷却板(7)为中空结构，用于冷却液流动。

[0024] 每层所述相变冷却层(5)中内置一个蛇形弯曲冷液管(501)，所述蛇形弯曲冷液管

(501)为椭圆形管道，所述蛇形弯曲冷液管(501)一端连通入口端冷却板(6)，另一端连通出

口端冷却板(7)。

[0025] 所述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口端冷却板(7)分别穿过电池组本体(4)两端的极耳

(8)，所述入口端冷却板(6)设置有入口端孔道(601)、入口端极耳穿孔(602)及入口端蛇形

弯曲冷液管接口(603)，所述出口端冷却板(7)设置出口端孔道(701)、出口端极耳穿孔

(702)以及出口端蛇形弯曲冷液管接口(703)。

[0026] 所述相变冷却层(5)为以石蜡为基材，泡沫铜为骨架材料制。

[0027] 所述冷却板上的冷却液入口(2)高度高于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最高点，所述冷

却液出口(3)低于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最低点。

[0028] 本实用新型在相变材料(PCM)的冷却方式基础上，将蛇形弯曲管结构加入到电池

热管理系统中。电池产热后，冷却液从冷却液入口(2)进入入口端冷却板(6)，通过入口端冷

却板(6)带走电池组本体(4)入口端以及极耳(8)处的热量，同时通过入口端冷却板(6)进入

蛇形弯曲冷液管(501)，蛇形弯曲结构的冷液管(501)中温度较低的冷却液可以带走相变材

料(PCM)构成的相变冷却层(5)中的热量，然后进入出口端冷却板(7)，较低温度的冷却液带

走出口端电池组本体(4)以及极耳(8)处的热量，最后由冷却液出口(3)流出。

[0029] 实施例二

[0030]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为了增加电池中间部分的散热效果，电池组本体(4)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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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相变冷却层(5)上的蛇形弯曲冷液管(501)可以增加其绕圈密度。

[0031] 随着电池的持续使用放电，电池内部区域的温度最高，由于散热不充分，电池内部

热量大量聚集，电池组内部的温度远大于极耳的产热率，从而导致电池组内外温度分布不

均的现象。为了电池组温度分布的均匀性，在单体电池之间设置由相变冷却层(5)，作为热

量传导的缓冲。单体电池产生的热量由相变冷却层(5)所吸收，同时相变材料(PCM)可以有

效解决电池表面温度不一致的问题；同时在相变冷却层中设置了蛇形弯曲冷液管，由于热

量大量集中在电池组中心内部区域，对冷液管的位置进行了设计，在中心区域排布精密，可

解决电池产热过程中的温度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带走更多的热量，对椭圆形冷液管的半径

进行了优化设计，椭圆形冷液管增大了与相变材料的接触面积，可解决由于相变材料导热

系数低而引起的热积聚问题，最终将电池温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0032] 本实用新型中在电池组本体(4)两端设置的入口端冷却板(6)有效降低极耳(8)与

电池组本体(4)两端的温度，冷却板上的冷却液入口(2)高度高于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

最高点，冷却液出口(3)低于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最低点，运用连通器原理，用一定的液

体压力控制冷却液流速。电池组的温度达到相变温度时，相变材料(PCM)会吸收大量的热，

发生相变熔化，使得温度基本保持不变。这一系列的温度传导可保证电池在长时间使用过

程中的温度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且缩小温差，保持电池发挥最佳使用性能。

[0033] 实施例三

[0034] 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通过正交实验设计，优选的，相变冷却层(5)厚度为5mm，蛇形

弯曲冷液管(501)的长轴为4mm，短轴为2mm；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短轴2mm小于相变冷却层

(5)厚度为5mm。

[0035] 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对入口端冷却板(6)厚度、出口端冷却板(7)厚度、相变冷却层

(5)厚度、出入口位置、蛇形弯曲冷液管(501)的位置以及半径选取进行实验。冷液管增大了

与相变材料(PCM)的接触面积，带走了大量的热量，冷却板带走电池组本体以及极耳的热

量，当改变蛇形弯曲冷液管的形状、半径以及位置时，温度均匀性的改善不再明显，所以本

实用新型中冷液管的长轴长4mm，短轴长2mm。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相变冷却层(5)厚度为5mm

时，入口端冷却板(6)及出口端冷却板(7)厚度为3mm时，散热效果最好。通过实验可以看出

本实用新型能够让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并且温差不超过4K。

[0036] 本实用新型结合了液体冷却和相变冷却的优点，提高了电池热管理系统的有效

性，结构简单、使用效果好、工作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便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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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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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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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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